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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成为基层文化活动的主力军

几乎每天早上，济南市英雄山南广场和中

广场都有几百人同练广场舞，舒缓的节奏、多

变的动作、整齐的队列、统一的口令，吸引很

多人驻足观看。71岁的刘阿姨和老伴也在其

中，他们住在市中区七里山，离英雄山两站

路。除了极端天气，老两口几乎每天都准时赶

来跳舞。“孩子们都大啦，孙子孙女也都不用

接送上下学了，闲着没事，我和老伴基本上每

天都来跳上一会儿，8点半再到英雄山纪念碑南

边的广场上唱唱歌，很多人一起唱，多的时候

有近千人，唱歌使我觉得又年轻了。”

据省老龄办副主任于振业介绍，全省各级

政府投入修建老年文体活动场馆近万个，老

年健身活动站点达到48800余个。全省有各级

各类老年学校7897所，在校老年学员达到61 . 6

万人。老年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求得到较好

满足。

东营市垦利区兴隆街道渔洼村有个庄户剧

团，演员几乎全是村里的老年人，每逢重大节

目、重要政策出台，这个庄户剧团都会将党和

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用老百姓乐于接受的乡村土

话，以村民喜爱的表现形式编成各种小曲目在

村里的文化广场上演出。这种贴近群众贴近基

层的演出很受村民欢迎。据统计，我省目前规

范性老年文体社团组织达到1790多个，其他类

型的老年文体团队达到1 . 58万个，94%以上的社

区(村居)建立了老年老年人活动场所，老年文艺

团体已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支撑力量。据

抽样调查，我省老年人中，经常锻炼身体的占
58 . 7%，偶尔锻炼身体的占33 . 9%，参加文化娱

乐活动的占84 . 9%。在轻松的舞步中，在悠扬的

歌声里，在书香与墨润之间，老年人身心得到

愉悦，生命得到升华。

春风化雨育新人
25万名老年志愿者活跃在关心教育下一代

一线

68岁的司兆俊原是禹城市公安局二级警

督，2003年内退离岗后一直从事青少年普法教

育，并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岗位。他进工厂、下

农村、到学校、入社区，义务为广大中小学生

和青年职工作普法报告190余场次，宣讲法律知

识，弘扬国家的法制理念，讲授依法治国的重

要性。退休后的13年间，司兆俊走遍了禹城市

所有乡镇中学、部分农村小学、市直各学校，

传播法律知识、宣讲社会文明道德规范、剖析

典型案例，激励人生航向。他曾经在18天的时

间里，作了22场法制报告，曾经带病为在校生

讲课。无论是到学校、企业、乡镇做法律宣

讲，司兆俊从不接受讲课费，更不收礼品，而

且每次都是自驾车自搭油费。义务普法13年，

拒收讲课费3万多元，自搭油费、资料费、打印

费近万元，还自费数千元给学校的学生们购买

学习用品。别人退休都是享清闲，司兆俊却执

着在普法道路上，把普法当成自己的责任，让

社会少一个青少年法盲，国家多一个栋梁之

才，少一次违法犯罪，多一份社会和谐是他的

愿望。

司兆俊老人是活跃在关心教育下一代一线的

众多老年人中的一员。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

“五老”的优势和作用，突出抓好以培育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党史国史教育和“三

项活动”，突出抓好学校厨房建设、“四点半学

校”建设、“牵手关爱行动”等关系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若干实事，突出抓好以争创“五好”基层

关工委为目标的基层基础工作，全省关心下一代

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目前全省已累计新建、改建

中小学校厨房6200多处，占应建总数的90 . 7%，惠

及中小学生700多万。“四点半学校”建设有了

新变化。各地广泛采取“五老”自办、会同有关

部门联办、社会创办等多种形式，建成了“关爱

乐园”“放学来吧”“小草学堂”等各类“四点

半学校”10500余处，累计投入资金近2亿元，为

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全有保障、活动很丰富的课

外场所。

家住泰安市岱岳区岱庙街道花园社区的宋

玉香老人今年77岁，退休前是一名老师。退休

后她主动到社区学校，免费为社区的中小学生

辅导功课，辅导功课的时间有时是在下午的四

点半学校，有时是周六周日，既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成绩，也为学生家长减轻了经济负担。宋

玉香老人不仅教知识，还教唱歌教做人，深受

学生和学生家长尊重。据了解，目前全省有25

万多名“五老”志愿者奋斗在关心教育下一代

事业的一线。

活跃基层促和谐
老年人是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和重

要依靠力量

济南市泺源街道办事处永长街社区自2012

年10月成立“天天敲门小组”，20多名志愿者

每天到辖区75岁以上孤寡、空巢老人家里，平

常为老人买菜、帮忙取低保金等，一旦发现老

人有什么问题，就能就近及时处理。据居委会

负责人介绍，“天天敲门小组”的20多名志愿

者，主要是社区热心居民，多数为女性，平均

年龄在50岁左右，服务对象为辖区内20多位75

岁以上孤寡、空巢老人和重度残疾人。“特别

是高龄独居老人在家十分孤独，身体不是很

好，万一病倒在家中，后果将很严重。我们现

在建立值班制度，每天保证有5名志愿者，到20

多位老人家里，给老人买些饭菜，看看炉子，

打扫卫生。”

据省老龄办巡视员钟永诚介绍，除济南

外，青岛、烟台、威海等多市开展了以邻里

守望相助为主要内容的邻里养老互助工作，

这项工作的开展，不仅进一步夯实了居家养

老的基础，还发挥了年轻老年人的作用，又

增进了邻里感情，成为远亲不如近邻真实写

照。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北孙村的老年活动室

墙壁上挂着北孙村老年人分组情况及工作职

责。北孙村将全村老年人分为6个组，每个组

都指定有较高威望的老人担任组长，当组内

的老年人或其他家庭遇到难事愁事时，组长

就会招呼组内部分有威望的老人一同前去做

疏导调解工作。很多家庭内解决不了的家务

事，通过这些有威望明事理老人细致工作，

大都能圆满解决。目前，全省1826个乡(镇、

街道办)中有1822个乡(镇、街道办)设立了乡级

老龄办。全省有5095个城镇居委会、67537个

村已成立老年人工作委员会或老年协会，覆

盖率达到90%。在村居(社区)老龄组织中，一

些退休回村居(社区)的教师、工人、干部成为

基层老龄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在红白事、调

解家庭及邻里矛盾纠纷、传统文化传承、维

护代际和谐等方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成

为基层社区管理的重要力量。

希望田野写华章

老年人是农村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

在东营市棉花种植区，有一位老人经常出

现在田间地头为棉农作技术指导，他就是74岁

的东营市东营区棉办原主任、现东营市老年农

业科研实验基地老年科技专家在吴修佩。退

休近20年来，他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热

情，积极开展以棉为主的农业科技咨询，为

广大棉农提供面对面的技术服务。吴修佩常

年下乡镇，跑遍了全市五个县区、40多个乡

镇、近400个植棉村，搞技术培训300多场，直

接听众达1万多人次。他认真负责、讲求实效

的讲解博得了农民朋友的欢迎，也与他们进

一步建立了感情。吴修佩每年都多次上电视

讲解植棉技术，最多的一年讲了11次，基本形

成了按照棉花成长管理季节安排讲座的模

式。为更好更有效地开展技术服务，在有关

方 面支持下， 吴 修 佩 创 办 了 《 东营棉 花

报》，报纸一问世即在全市广大棉农中产生

强烈反响，通过多种方式索要报纸的呼声高

涨。吴修佩还主编了《植棉新技术问答》，

印发了8000册，深受广大棉农欢迎。吴修佩老

年科技工作者，退休18年来一直情系三农，开

展服务三农的工作，利用上电视、下乡镇、

办报纸、搞培训、给农民提供技术服务。10余

年来，一直主持承担着一些实验科技项目，

为提升黄河三角洲地区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

新的努力。根据这些项目成果连续发表了11篇

国家级论文。先后荣获“山东省十大感动齐

鲁老人”、“山东省模范老人”、全国“银

龄行动”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吴修佩

是奉献在三农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的一个代

表。

据了解，全省农村户籍的大部分老人在
65至69岁时仍在工作，超过两成的农村老人
80岁时仍在劳作。特别是由于青壮年外出务

工增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等原因，农村

的劳动人口越来越老化，60岁左右的中老年

人成为农村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据新华社
2016年调查，许多村庄七成以上男性劳动力

外出务工，还有两成以上边种地边打零工，

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60岁以上老人和家庭

妇女。

老骥伏枥唱大风
全省近80%的老年人能从事力所能及的体

力或脑力劳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增强全社会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要积极看待老

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年

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

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同时

要求，要着力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要发挥

老年人优良品行在家庭教育中的潜移默化作

用和对社会成员的言传身教作用，发挥老年

人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经验

优势和威望优势，发挥老年人对年轻人的传

帮带作用。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

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作出新贡

献。

“习总书记的讲话，对老年人和老年生活

的积极作用给予了科学定义和高度评价，对

新形势下做好老有所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充分发挥老年群体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老年群体的潜能，实现

老有所为，是老年人体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

径，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由之

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省老龄办主任丁

希滨说，山东省是全国第一老年人口大省，

截至2016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057万，占总人口的20 . 68%。其中，65岁以上

老年人1307 . 98万，占总人口的13 . 15%；80岁

以 上 高 龄 老 年 人 2 3 9 . 2 4 万 ， 占总人 口 的
2 . 40%。我省庞大的老年人群蕴含无穷的财富

和巨大的创造力。据统计，我省老年人中约
80%的老年人完全自理，能够从事力所能及的

体力和脑力活动，在劳动力短缺的当下，老

年人群是补充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我省退休

科技工作者总人数已经突破110万，并且每年

还以3万多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其中高级职称

的科技工作者数量已超过半数。同时，老年

人是文化的传播者，是社会经验的传承者，

是社会稳定的守护者，做好老有所为工作任

重道远、前景无限。

我省高度重视老有所为工作，山东省委、

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

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实施意见》、《关于充

分发挥老年人作用大力开展老有所为活动的

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建立健全了全省

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作用联席会议制

度，积极鼓励支持老年人发挥作用。省老龄

委建立了模范老人评选表彰制度。《山东省

老龄事业发展“十三”规划》也将扩大老年

人社会参与作为规划当中一个重要内容单列

出来并进行了详细的规划，要求社会各界树

立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为老年人搭建社会参

与的平台，注重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鼓

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积极工

作，努力为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让老年人在发挥余热中快乐生活，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

银发吟唱大风歌
——— 山东省老有所为工作综述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老有所为政策体系，积极搭建老有所为平台，努力为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

件，全省老有所为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退休后怎样安度晚年，不同的人会给出不
同的答案。在烟台市芝罘区通伸街道有这样一
位老党员，他退而不休54年始终如一地践行学
雷锋、做好事的承诺。他就是学雷锋志愿服务
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队长、烟台市道德模范、山
东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山东省最美志愿
者、中国好人榜身边好人、全国“四个100”最
美志愿者——— —— 安立盛。

退休后的安立盛在西炮台社区是名副其
实的“名人”，从社区的整体环境到邻居家
的小困难他总要管一管、帮一帮。安立盛刚
搬进现在居住的老楼时，发现走廊卫生很
差，墙上贴满了野广告。他就把楼道卫生包
了下来，每天坚持清扫，并自己花钱买来涂
料粉刷墙壁。楼上老人多，楼梯上没有扶
手，上下楼很不安全，他又出钱买来钢管，
自己动手给每层楼都安装上扶手。因为楼道
内公共照明的电费，邻居们产生过一些矛

盾，为减少邻里纠纷，二十多年来他一直用
自家电为全楼照明。“我是党员，这个时候
我不带头，谁带头！”安立盛说。

2012年，“安立盛学雷锋社会志愿服务大
队”正式成立。目前，团队已发展成为拥有
120个分队，8000余人的队伍。多年来，这支
队伍坚持走上街头，擦洗公交站亭、捡拾绿
化带垃圾、义务指挥交通……他们人人做好
事，个个是雷锋，成为了烟台志愿服务的响
亮品牌。

2013年，安立盛在志愿服务大队成立党支
部，吸纳100多名党员加入，并成功发展一名新
党员。安立盛带领党员志愿先锋，每逢“我是
党员——— 主题活动日”，在通伸小学、烟台十
三中路口，按时护送中小学生过马路。他号召
党员先锋带头，累计向烟台市希望办捐款40多
万元，共资助困难学生1501名。

(焉轩 钟嘉琳)

“老雷锋”安立盛

感召8000志愿者

7 3岁的马常修是定陶区孟海镇马楼村
人。57年来，马常修坚持为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老有所
为赞歌。

2002年，他个人先后出资十多万元建起
140多平方米的房子，购置了21吋的彩电及收
录机、VCD、象棋、纸牌等。在庭院里栽植
了花草树木，拉起了两盏照明灯，并安装了
有线电视和3个高音喇叭，开办了个老年娱乐
所，为村里的老人们提供了一个免费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不仅让生活丰富起来，居民之
间的关系也更好了，大家凑在一起听听戏、
下下棋，觉着生活特别有滋味。有了老年娱
乐所，马常修夫妇省吃俭用又办起了戏迷大
舞台、老年流动演唱团、戏迷大篷车等，把
文化和娱乐送到农民心坎上，用戏曲的形式
歌唱社会主义新农村，深得当地群众和社会
各界的好评。

马常修作为一名老党员，积极开展帮扶助
贫工作，化解邻里纠纷矛盾，为社会的和谐稳
定献上自己的“夕阳红”。马常修利用自己老
年娱乐中心安装的高音大喇叭开展了“大喇叭
普法响呱呱”“社会安全我播音”“大喇叭惠
民利农注意听”等栏目，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
名老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

马常修老有所为先进事迹受到省市领导
和新闻媒体的关注，省市老龄办领导多次到
他的老年娱乐中心参观指导，并为他送去了
大鼓、电视机、沙发、麻将桌椅等文体器
材，中国老年报、全国老龄办网站、山东电
视台、大众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对其事迹进
行了报道。马常修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孝
亲敬老之星”、“山东省模范老人”、“菏
泽市模范老人”和全区“十佳助人为乐”模
范等荣誉称号。

（孔涛）

倾其所有为老人

无怨无悔办实事

刘石祯老人是淄博第一代企业家的领袖人
物。他平静谦和，不事张扬，很少抛头露面；
他热衷公益，每年个人都会捐资百万敬老，已
连续11年。

刘石祯的经营思路也很超前。当众多企业
还在单一追求规模的时候，鲁泰纺织却已打造
出集棉花种植、纺纱、漂染、织布、整理、制

衣的一整套产业链。而且，刘石祯从不墨守成
规，总是快人一步。早在1995年，他就为自己
的面料及衬衫注册了“鲁泰格蕾芬”商标，并
在国内外市场倾力打造这一自主品牌。作为企
业的灵魂人物，刘石祯异常坚定自己的公司治
理思路。他充满智慧的同时又真诚善良，在努
力发展企业的同时，还对社会积极贡献。他在

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

在鲁泰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刘石祯身上
所具有的平静谦和、真诚善良、敢为人先、勤
于奋斗的精神，也渐渐融入鲁泰企业文化之
中。

（番薯 翟骊骏）

鲁泰纺织的灵魂人物——— 刘石祯

东营市河口区退休干部王玉清退休不退
志，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在“敬老爱老助老”
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的影响带动下，
河宁社区敬老爱老助老蔚然成风，多次受到上
级表彰，先后荣获“全国五好基层关工委”、
“全国敬老模范社区”、“山东省文明社
区”、“东营市十佳志愿服务社区”等几十项
荣誉称号。他本人也先后荣获“东营市优秀五
老志愿者”、“东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
人”、“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王玉清2006年初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
后，到河口街道河宁社区做了一名老干部志愿
者，从2008年初开始，他带领社区以退休的260
多名老党员为主体，深入开展了特色党支部创
建活动，积极探索形成了以特色党建为统领，
以特色服务为载体，以为民服务为宗旨的一条
党建工作新路子。在他的带领下，关爱、永
康、和谐、平安、环保等14个各具特色的新型
党支部先后成立。他们或从事医疗服务，或专

注于文艺演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扛起为老年
人服务的巨大责任。截至目前，永康党支部已
开展大型义诊活动24场，受益老年人6000余人；
法援党支部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68人
次，调解矛盾纠纷18次；艺苑党支部成立了社
区夕阳红艺术团和4支文体志愿者队伍，每年到
农村、社区、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等进行文
艺汇演20余场，观看群众达3万余人次。2014
年、2015年社区夕阳红艺术团连续两年代表东
营市到省参赛，分别获得金奖和银奖，共获得4
枚奖牌，多次受到省、市、区表彰。河宁社区
党总支创建特色党支部的先进做法，受到了中
共东营市委的表彰，开创了全国城市社区党建
工作的先河，成为了学习的典型。

传承爱老敬老助老优良美德，让老年人
幸福快乐是志愿者们作出的庄严承诺。他们
在社区深入开展了“老人互助、居家照料”
和“十送温暖、温馨夕阳”活动，即为社区
80岁以上老年人开展“十送”活动：春节送
喜庆、正月十五送元宵、端午节送粽子、八
月十五送月饼、重阳节送水饺、生日送蛋糕

等活动。每到逢年过节，社区志愿者送来的
美食香气四溢，老人们的脸上也幸福洋溢，
老人们无不感慨，社区志愿者们真是特别温
暖与贴心，志愿者们对老人们的生活精心照
料、关爱扶助，令老年人交口称赞。在他的
提议下，在社区设立了社区志愿者爱心理发
室，组织社区部分志愿者，免费为社区172名
70岁以上的老同志和辖区内九年义务制教育
学生免费理发，为30名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
免费上门服务。在社区开展了“点亮微心
愿，梦圆在社区”活动，引导河口区机关党
员进社区对社区老年人开展走访慰问、卫生
清扫、健康查体等活动，并组织部分老年人
和小学生观看大海，圆了他们的一个梦想。
社区志愿者们热心服务老年人，为老年人提
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服务，大大改善了社区
老人孤独寂寞和无人照料的境况，受到广大
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的欢迎。在他的带领
下，社区敬老爱老助老蔚然成风，河宁社区
也被评为“全国敬老模范社区”称号。

(胡友文 周强)

一片冰心在玉壶

“老牛”，说的是汶上县军屯乡军屯村的
党员牛敬田，村民都习惯称他老牛，读过些书
的村民说：“牛敬田，姓牛，做起事来，还真
像鲁迅笔下的孺子牛。”

今年69岁的牛敬田，高中毕业后就回到村
里工作，1997年入党至今始终铭记自己的党员
身份，脏活、苦活、累活抢着干，他常说：
“咱是党员，就要带头，干工作有多大劲就使
多大劲。”

自2013年启动生态村建设以来，牛敬田就

全身心地扑在了工程上。前期投资需600多万
元，硬是没让村民拿一分钱，村里筹一些，他
又向上级争取了一部分。截至目前，军屯村
“户户通”工程全面完工，完成小巷硬化24200
平方米。

牛敬田老伴常年吃药，日子过得紧紧巴
巴，看他整天为村里操心，为感谢他，村两
委决定把困难党员的名额给他，有2000元的
补助。得知后，他不但不“领情”，反把村
支书“批评”了一顿，并把名额让给了另一

名困难党员赵芝顺，他说：“我过得紧巴，
芝顺 也 紧 巴 ，咱得先照 顾 困 难 的 党员群
众。”

在村工作40多年来，老牛从不计得失，不
计报酬，他的默默付出，群众都看在眼里、记
在心中，军屯村每年的群众满意度都在全乡名
列前茅。现在村子越变越美，村民越来越富
足，走在村里的每一条街道上，老牛都感到自
豪、踏实。

(王雁南 赵燕腾)

闲不住的“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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